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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算法治理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

国内外对算法治理研究主题进行分析与比较，能够更好地了解算法治理领域研究现状和国内外异同，进而为

我国算法治理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 过程］以中国知网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的期刊文献为数据来源，

采用 LDA 主题模型对文献主题进行挖掘分析，得出国内外算法治理领域的主题热点及研究框架，并对国内

外研究主题进行比较分析与趋势展望。［结果 / 结论］根据对算法治理研究主题的分析与比较，发现国内外

研究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算法治理基础与法律规制是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研究主题；在细化主题方面，国

内侧重于市场监管和推荐算法的规制，而国外侧重于个人数据保护与算法技术层面研究。未来发展趋势主要

聚焦于应用领域的算法治理政策法规研究、算法应用向善和服务从善研究、人工智能算法可解释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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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人工智能算法已经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日

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算法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算法偏见、算法黑箱、

算法歧视等各种风险也开始出现，这可能会给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特

别是近年来以非法抓取使用个人信息与商业平台大数据杀熟为典型的算法推荐负面事件的频繁发

生，进一步将以算法治理为深层次逻辑的平台治理推向网络社会治理的前台。这不仅涉及平台信

息内容与平台经济驱动等关乎经济利益乃至网络权力问题，更关系到国家的信息主权安全。2021

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

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算法安全治理机制、构建算法安全监管体系、促进算法生态规范

发展的指导意见，这反映出国家对算法治理问题的高度重视，算法治理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治理

的重要方面。2021 年 12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联合发布《互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智环境下情报分析算法风险治理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BTQ064）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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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着力提升防范化解算

法推荐安全风险的能力。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软件 ChatGPT 与 Sora 的横空出世，各界掀起了人

工智能内容生成算法的应用热潮，但随之产生的虚假新闻、算法歧视、信息泄露的风险问题也限

制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的健康发展。此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六部委快速响应，于

2023 年 7 月正式颁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在第一章第四条对提供和使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出了规定，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产生各种歧视，不得实施垄断和不正当

竞争行为”，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科学发展和规范应用。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算法治理已经引起当前社会的广泛关注及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

学术研究领域，如何规避或消除算法风险，使算法运行在阳光之下，从而有效推动科技发展与社

会进步，也成为国内外算法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

1 相关研究   

对国内外算法治理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关注热点进行综合分析，有助于全面掌握该领域的整

体发展与研究状况。在国内算法治理领域，已经有学者对研究主题及演进趋势进行了研究。例

如：彭茜［1］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与 Citespace 软件对算法治理领域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与突变

检测研究，得出了国内算法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并提出算法治理研究未来的发展方

向；何美等［2］基于知识图谱理论和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新闻算法研究文献，从发文作者、期刊、

机构等多个角度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发现新闻算法研究的研究主题包括算法应用、算法变革与算

法治理，提出该领域研究可以分为兴起、升温和爆发三个发展阶段；邝岩等［3］利用 Citespace 软

件对算法治理研究的学科、关键词、时间序列进行分析，进而梳理出算法治理的演进脉络，并构

建了包含算法技术、应用场景、运转特征、风险问题、路径构建五个研究维度的算法治理理论体

系；张涛等［4］选取我国算法治理领域的政策文本与科研论文进行主题识别和相似度计算，得出

我国算法治理政策与科研的协同情况；黄萃等［5］基于学科交叉视角，以国内外人工智能治理论

文为研究对象，采用关键词共现、突现检测、网络分析等方法，从总体发展、交叉广度与跨学科

融合等方面揭示国内外人工智能治理研究的特征与差异。

国外对算法治理领域文献主题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相对较少，多数学者聚焦于某领域中的某

些具体问题开展研究。例如：Latzer 等［6］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衡量算法治理的重要性，并采用经

验混合方法来测试其在不同的生活领域所展现的不同之处；Issar 等［7］为算法治理领域提供了一

个研究框架，认为算法治理问题受到普遍关注的三个方面包括算法权力、算法歧视和算法识别；

Srivastava［8］针对科技公司证明算法治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信息污染、信息偏见与信息歧视

等相关算法危害，建议更多学者开展这个领域的研究；Martin 等［9］对公司在何种情况下使用算

法进行业务决策具有合法性进行了探讨，为企业算法决策提供了新视角；Basukie 等［10］探讨了共

享经济平台数据治理和算法管理问题，发现算法对共享经济平台具有负面影响，并建议将法律和

道德作为新兴市场的主要监管手段。

综上所述，当前对算法治理领域的研究进展和主题分析多采用传统文献计量方法开展研究，尚

1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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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从语义模型视角对国内外算法治理文献进行比较分析的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以中国知网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的期刊论文为数据来源，采用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模型对相关文

献主题进行数据挖掘，旨在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算法治理研究主题进行可视化呈现与比较分析，进

一步发现国内外研究存在的共性与差异性，并展望其发展趋势，以便从中得到启示与借鉴。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国内算法治理研究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期刊论文数据库平台，选取南京大学 CSSCI 和北京

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的论文并集作为国内文献研究样本。国外算法治理研究文献

选取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的核心合集；为便于统计分析，将国内学者发表在国外期刊的英文论文按

照国外文献计算。在数据库检索中，选择“算法治理（algorithmic governance）”、“算法规制（algorithmic 

regulation）”和“算法权力（algorithmic power）”为中英文主题词，文献类型选择“论文”，不限定发表

年份。共检索到中文文献 590 篇，英文文献 2 592 篇。经过筛选，去除主题不相关文献，得到中文文

献 415 篇，英文文献 358 篇。最后，将标题、摘要、关键词字段导出纯文本文件作为研究数据样本。

2.2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选择文献主题识别与分析方法，主要采用自然语言处理的主题挖掘典型模型 LDA 及

工具软件 Python。LDA 模型能够从大量的文本语料中挖掘出潜在的主题结构，在使用文献摘要作

为语料构建语料库时抽取主题词的准确度较高，且主题中的语义信息较为清晰［11］。研究流程主要

包括数据收集、数据预处理、主题识别、主题共现和比较分析 5 个步骤。①在中国知网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检索所需文献数据并下载，作为本文的数据来源；②利用 Jieba 对文献数据进行

分词处理，通过提取文献数据中的关键词形成关键词表，在文献数据进行挖掘时将无实际意义及

影响模型效果的词进行过滤，将其与哈工大停用词表①合并成为无效词表；③使用“困惑度”确

定最优主题数目，通过 LDA 主题模型将文献数据进行聚类，得到“主题—词项”表，进行主题识

别；④使用 Python 生成主题词共现矩阵，根据结果生成主题词共现矩阵形成框架，将主题词共现

矩阵导入 Ucinet 软件中保存为 Pajek 类型文件，之后将文件导入 VOSviewer 分析软件中生成主题词

共现图谱［12］；⑤对国内外相关研究主题及框架进行比较分析。具体研究步骤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步骤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006

第 6 卷 第 3 期  2024 年 9 月

文 献 与 数 据 学报

006

3 国内算法治理文献主题分析   

通过对国内算法治理相关文献进行数据挖掘与主题分析，我们得出国内算法治理领域的研究

热点和主题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 国内算法治理研究主题分布

主题标识 词项（与主题相关的前 6 个高概率词）

主题 1 算法风险 数据、算法权力、法律、算法解释权、算法媒体、决策

主题 2 法律规制 人工智能、监管、政策、金融、法律、算法伦理

主题 3 政治应用 用户、政府、数据、人工智能、媒体、新闻传播

主题 4 市场监管 法律、数据、消费者、人工智能、定价算法、市场

主题 5 算法治理 自我治理、数据、框架、黑箱、数据保护、人工智能

主题 6 信息保护 透明度、信息茧房、用户、数据、个性化、个人信息保护法

主题 7 算法竞争 算法共谋、政治、算法政治、反垄断、垄断协议、监管

主题 8 推荐算法 算法歧视、信息不对称、数据、技术中立、歧视、算法推荐

主题 9 金融领域 垄断规制、金融科技、数字经济、金融消费者、规制路径、优势

在表 1 所示的国内算法治理“主题—词项”基础上，绘制主题词共现图谱，如图 2 所示。在

共现图谱中，主题词圆圈大小代表主题词重要程度，连线表示主题词之间的相互联系。

图 2 国内算法治理主题词共现图谱

从表 1 和图 2 可知，通过对国内算法治理领域文献的主题词共现图谱进行分析，可以将国内

算法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主题归纳为 4 个方面，包括算法风险、商业平台算法、市场监管和法

3 国内算法治理文献主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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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制。由此，可以形成国内算法治理领域的大致研究框架，包括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的

算法治理。“算法风险”属于事前环节，研究侧重于在风险产生之前进行防范与规避；“商业平台

算法”“市场监管”属于事中环节，研究侧重于对目前所应用算法进行监管与改进；“法律规制”

属于事后环节，研究侧重于对已经形成的算法风险进行政策法律层面的规制。最终形成围绕算法

风险与平台算法问题，对人工智能算法进行事前风险防范、事中市场监管与事后法律规制的研究

框架，如图 3 所示。

图 3 国内算法治理的研究框架

3.1 算法风险

该主题涉及的主题词包括“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算法权力”等，这些均为算法在应用过

程中常见的算法风险。此外，“信息茧房”“算法伦理”等也是较为常见的算法风险类型。“算法

权力”是掌握算法技术的个人和企业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行业便利，把控社会资源及信息，引

导政府做出决策，从而形成的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在算法权力形成之后，企业就能够对公共资

源或政策产生一定程度的干涉，这对于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国内学者通过

对算法风险进行研究，为我国算法治理和规制提供理论依据与对策建议。例如：张凌寒［13］探究

了算法权力的兴起及其基础，指出了算法权力在商业领域和公权力领域产生异化的风险，包括消

费者权益受损、公权力运行失范等问题，最后提出算法权力规制的基本思路与建议；汝绪华［14］

重点对算法与政治的融合进行了探究，描述了算法政治的风险及其发生逻辑，为规避算法政治风

险提出了建议，包括建立行业规范、优化算法设计、提升公众算法素养等；张涛等［15］基于风险

社会理论、监管沙盒理论构建算法识别模型，对智能情报分析项目中数据与算法风险进行识别并

验证其有效性，提出防范与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对策建议。

3.2 商业平台算法

该主题涉及的主题词包括“算法推荐”“消费者”“算法共谋”等，说明平台利用算法“精

准算计消费者”的商业行为备受关注。用户自主搜索或被动获取的信息，多是由算法根据用户以

往的搜索记录或观看历史进行推荐。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提高用户检索和获取信息的效率，使用户

更加方便地获取自己所需信息。但是，在这种信息获取过程中，用户所看到的都是“推荐算法想

让你看到的”。例如，短视频平台中所浏览的内容大都是通过推荐算法根据用户喜好进行筛选所

呈现，致使用户只接收和选择愉悦自己的内容，这种现象被称为“信息茧房”［16］。推荐算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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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取用户的个人信息来绘制用户画像，然后根据所得出的结果进行推荐，在这个过程中用户数

据的用途和去向往往是不为人知的，这就造成了个人隐私信息泄露的风险。由此可见，算法在生

活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每个社会中的个体都会或多或少与算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为保证信

息流动的通畅性以及个人信息不被随意泄露和滥用，目前已经形成基于算法应用场景的研究热

点。邓胜利等［17］基于扎根分析理论，探索算法推荐服务风险下用户的应对行为，并构建用户行

为模型，提出从算法素养、学习行为与风险参与三个方面降低算法推荐服务风险的策略。周颖玉

等［18］基于对算法推荐伦理失范风险的分析，从个人观念、科技本身、财富关联、规约机制审视

并探讨算法伦理失范的原因，提出从伦理、法律、技术和文化等维度建构人机和谐生态以规制算

法伦理行为。

3.3 市场监管

该主题涉及的主题词包括“数字经济”“反垄断”“定价算法”等。算法对于企业而言是一种

技术经济元素，通过对算法应用来挖掘信息中蕴含的经济价值，可以提升企业的交易效率与竞争优

势，从而有效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但是，近年来大数据杀熟、价格歧视等现象层出不穷。一些商

业平台作为数据集中和中转的枢纽，利用其平台优势来掌控数据，并制定掠夺性价格。这就侵犯了

消费者的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形成不正当竞争甚至行业垄断的现象。朱虹影［19］以反垄断的视

角对互联网算法共谋产生背景、治理困境进行研究，提出明确责任主体、建立事前监督机制等建

议。叶明等［20］对数字经济时代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的风险进行了探讨，阐述了算法价格歧视所存在

的风险，并建议拓宽《反垄断法》的主体范围，明确责任主体，有效规制算法价格歧视行为。

3.4 法律规制

该主题涉及的主题词包括“算法解释权”“自动化决策”“个人信息保护”等。目前，算法在

社会各方面的应用都较为广泛，尤其在教育、医疗、资源分配、公共决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有效提高了社会运行的效率。但是，在应用过程中也产生各种风险问题，形成制约算法健康

发展的瓶颈。因此，对上文所提到的算法风险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成为算法治理领域中的研究

热点。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首先确立了算法自动化决策治理的基本框架，此后《互联网信

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活动。丁晓东［21］认为，算法

的法律规制应该根据不同的算法应用场景选择不同的规制方式，构建算法公开、数据赋权与反算

法歧视的制度。郑戈［22］在法学视角下对如何用法律规制算法和算法强化法律进行研究，并对未

来法律规制算法进行了展望。张涛等［23］对我国算法治理政策法规文本进行编码分析并提取出我

国算法治理政策法规框架，总结我国算法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此外，国内相关学者

还针对单方面的算法风险进行法律规制研究，例如，蒋慧等［24］对电商平台个性化推荐算法的风

险、成因、实践中的困境和应对策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旨在推进平台算法规制制度的完善。

4 国外算法治理文献主题分析   

采用和上文同样的研究方法，我们对国外算法治理相关文献进行数据处理与主题分析，得出

国外算法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主题分布，如表 2 所示。

4 国外算法治理文献主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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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外算法治理研究主题分布

主题标识 词项（与主题相关的前 6 个高概率词）

主题 1 法律治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 工 智 能）、law（ 法 律）、decision（ 决 策）、legal（ 法 律）、

algorithms（算法）、fairness（公平）

主题 2 社交媒体
social（ 社 会 ）、media（ 媒 体 ）、social media（ 社 交 媒 体 ）、experience（ 经 验 ）、

personalization（个性化）、citizens（公民）

主题 3 算法歧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data（数据）、discrimination（歧视）、bias（偏见）、

algorithms（算法）、social（社会）

主题 4 政治应用
data（数据）、algorithms（算法）、authors（作者）、regulation（监管）、politics（政治）、

surveillance（监控）

主题 5 算法可解释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data（数据）、algorithm（算法）、paper（论文）、

algorithms（算法）、interpretability（可解释性）

主题 6 数据安全
data（ 数 据）、protection（ 保 护）、data protection（ 数 据 保 护）、regulation（ 监 管）、

personal（个人）、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主题 7 算法监管
data（数据）、algorithms（算法）、machine learning（机器学习）、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

工智能）、accountability（问责）、regulation（监管）

主题 8 市场应用
performance（表现）、market（市场）、data（数据）、continues（持续）、pricing（定价）、

hidden（隐藏）

主题 9 平台经济
workers（工作者）、platform（平台）、platform work（平台工作）、management（管理）、

algorithmic management（算法管理）、labor（劳工）

在表 2 的基础上，绘制国外研究主题词共现图谱，如图 4 所示。在共现图谱中，主题词圆圈

大小代表主题词重要程度，连线表示主题词之间的相互联系。

图 4 国外算法治理主题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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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和图 4 可知，通过对国外算法治理领域文献的主题词共现图谱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

外算法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主题包括以下 4 个方面：算法技术；应用场景；算法风险；风险治

理。从这 4 个方面可以大致分析出，国外算法治理领域主要以算法技术为支撑，以应用场景为基

础对算法风险及其治理进行研究，从而形成由技术到应用、由风险到治理较为全面的研究框架。

如图 5 所示。

图 5 国外算法治理的研究框架

4.1 算法技术

“算法技术”方面的主题词主要有“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可解释性”等。算法技术

主要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中的具体算法，如随机森林、朴素贝叶斯、神经网络、计算机

视觉等，而算法可解释性指的是对于具体的人工智能算法行为做出能够为人们所理解的解

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算法已经应用于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等实

用性领域，并逐渐超越了人类的工作效率。但是，算法运作的过程像是一个“黑盒”，尤其

是深度神经网络，只需要进行输入并运行就能得到一个决策结果。同时，该“黑盒”进行决

策的依据和具体过程却是不为人知的，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没有得到验证的决策结果

不能够轻易应用。例如，利用病人数据进行辅助医疗决策，如果不能明确算法进行决策的过

程和依据，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人工智能算法这种不可解释性对于算法的发展和应用来说

是一种巨大的阻碍，该领域的学者们需要针对算法技术进行大量的研究与探索。例如：Kelly 

等 ［25］探讨了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领域进行大规模应用的主要挑战和局限性，包括技术限

制、应用方法以及社会文化接受程度，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Selbst 等 ［26］探讨了机器学习

与其他制定决策规则的方式的区别，以及这些区别带来的解释性问题，并主张建立其他规范

性评价机制，寻求对模型开发过程的解释。Lundberg 等［27］针对基于树的机器学习模型，如

随机森林、决策树和梯度提升树，提出了一种树的解释方法，能够计算单个预测的最佳局部

解释。

4.2 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方面的主题词主要包括“定价”“社交媒体”“平台工作”等。近年来，在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支持下，人工智能算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自动驾驶、人脸识

别、医疗辅助决策等方面的应用也越来越普遍。算法应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具体场景，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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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景中会产生不同的问题，因而对算法治理的研究也应结合具体的应用场景［3］。在众多算法

应用场景中，社交媒体、网络平台、自动决策等是较为常见的领域，针对这些领域的算法治理内

容包括推荐算法与个人信息保护。为保证算法应用过程中信息流动的通畅性，避免个人信息被随

意泄露和滥用等方面的问题，目前已经形成了算法应用场景方面的研究热点。Butler 等［28］总结

了分子和材料科学机器学习的最新进展，并概述了适合解决该领域研究问题的机器学习技术，以

及该领域的未来方向。Bahrammirzaee［29］对金融市场中三种著名的人工智能技术，即人工神经网

络、专家系统和混合智能系统进行了比较研究综述，发现在处理金融问题方面，非线性模式的精

度优于传统统计方法。

4.3 算法风险

“算法风险”方面的主题词主要包括“算法歧视”“数据保护”“数据安全”等，具体体现在

政治和商业两个领域。

在政治领域中，将算法应用于教育、医疗、司法等公共领域，能够极大地降低政府运行所需

要的成本。原本需要多方面专家进行决策才能决定的事务，只需要使用算法和很少的人工干预就

能完成，包括基于自主决策系统的辅助政治决策与基于算法的政治传播。但是，在算法与政治进

行融合的过程中，产生算法风险的后果相较于其他领域来说更加严重，因此外国学者对算法政治

风险展开了研究。例如，Coglianese 等［30］讨论了政府机构使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行政决策的合

理性，认为如果政府机构能够正确理解算法技术，那么对算法技术的应用就能够很好地符合传统

法律规范，但是需要监管保障措施来使其决策更有效率。

在商业领域中，虽然算法具有中立性，但是在算法开发过程中，由于开发者具有自己的立

场和观点，甚至存在偏见和歧视，会导致在算法的编写过程中加入主观性的偏向，或者使用的数

据具有地域性与群体性。最终，都会导致运用到实际中的算法存在各种歧视的倾向，并且由于责

任主体的不明确，难以进行追责。Rosenblat 等［31］通过对“优步”车主进行跟踪实证研究，发现

“优步”通过信息权利不对称及算法修饰对合作车主的工作方式进行间接控制，因此他呼吁学者

们更加关注平台的去中介化，在雇主和工人之间建立平等的权利关系。

4.4 风险治理

“风险治理”方面的主题词主要包括“算法监管”“算法治理”“算法问责”等。目前，针

对算法在应用过程中产生的潜在风险治理问题，该领域专家学者已经产生出比较多的研究成果。

算法可解释性是对于算法本身进行的治理，对存在偏向和误差的算法及时进行调试和优化，有

助于提高算法的准确性，避免潜在风险造成的危害。同时，需要国家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来对

算法进行有效的监管和审核，使算法运行在法律的框架之内。美国在 2022 年出台了《算法责任

法案》，该法案要求自动化决策系统具有新的透明度和问责制，确保算法能够透明地运行，明确

算法的责任主体。Goodman 等［32］总结了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出台和生效对机器学习算

法的使用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并认为这项法律是保障计算机科学专家带头设计算法及其评估框

架的好机会。

随着智能设备的普及率不断提高，人们接触和使用到的算法也越来越多。但是，大部分人对

算法了解不多甚至一无所知，这对识别算法和规避算法风险极为不利，因此提高人们的算法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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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算法治理的重要一环。Joëlle ［33］对 22 名年轻人进行深入访谈，探讨了当代年轻人如何理解、

感受和参与社交媒体上的新闻算法，以及这些经历如何有助于他们自身算法素养的提升。

5 国内外算法治理研究主题比较   

通过对国内外算法治理研究文献进行主题挖掘，可以得出该领域在国内外的发展现状与研究

热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这些文献主题与研究热点，能够发现国内外算法治理研究中存在的

共性与差异。

5.1 国内外研究共性

从整体来看，算法治理研究虽然出现较早，但在近几年才开始快速发展。国外研究在 2016

年美国发布《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后进入快速发展期，国内研究则在 2017 年《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后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总体而言，目前该领域仍处于发展初期，

研究成果相对于发展成熟的研究领域来说数量较少，在未来该领域还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算法风险作为算法治理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国内外都已经产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算法共

谋、算法黑箱、算法歧视与偏见等。算法风险研究是进行算法治理的基础，只有明确算法存在哪

些风险才能更好地针对风险进行治理和规制，因此国内外学者对算法风险研究都较为重视。

算法治理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算法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不仅成为各国国家治理水平的象

征，同时也是国家顺应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内在需求。因此，在法律规制方面，国内外进行算

法治理的方式也存在着众多共同点，例如，通过立法手段明确算法责任主体，通过分析算法风

险的脉络提出治理框架，等等。在立法层面，国内外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为算法治理提供法律

依据。例如：2021 年我国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包含了自动决策算法的使用规范；美国在

2022 年出台的《算法责任法案》为算法带来监督和透明度；2024 年欧盟议会通过的《人工智能

法案》包含了算法风险监管方法。

5.2 国内外研究差异

国内外研究差异体现在侧重点有所不同。国外算法治理在学科分布和学科知识来源方面更为

均衡，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大类，在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有更多的

跨学科知识流动，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度更高。国内主要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关注算法治理

问题的研究，对算法技术本身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在某一特定领域内进行研究，缺乏不同学科

之间的交叉融合，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有待进一步提升。

国内算法治理的研究与实践侧重于市场监管和推荐算法的规制，包括对企业的市场竞争行为

和推荐算法进行监管，监管内容涉及垄断行为、算法共谋、大数据杀熟等一系列问题。2021 年

12 月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将推荐算法列为重点监管对象，针对推荐算

法的安全风险评估等规制手段以及推荐算法带来的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等损害用户权益的问题进

行监管，明确算法责任主体。实际上，在约束市场主体算法行为的同时，还需要对公共主体的监

管，明确公共主体的算法责任。国家机关在实现行政自动化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算法歧视、算

法黑箱、结果失控的问题。

5 国内外算法治理研究主题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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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国内来说，国外侧重于个人数据保护与算法技术层面的研究探索。2021 年欧盟出台

《数据法案》，要求在用户使用由算法操控内容展示的情况下需要明确告知个人数据会被如何处

理，同时保证用户退出的权利。对个人数据进行有效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规范算法的应用，

使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规范竞争行为。在算法技术方面，国外学者针对算法可解释性进行了众

多研究，例如，Carvalho 等 ［34］对算法可解释性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总结，并提出算法可解释性的

方法和评估指标。算法运行过程的不透明性是阻碍算法技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算法

进行解释能够使算法更加可信，更好地应用于专业领域并推动社会发展。

6 国内外算法治理研究发展趋势   

从国内外算法治理研究的主题分析及比较结果来看，未来国内外算法治理领域研究的发展趋

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细化应用领域的算法治理政策法规研究。国内算法治理的研究主题更多地围绕“市场监

管”“法律规制”“商业平台”等，而国外文献则聚焦于“算法监管”“算法问责”“风险治理”等

主题词。从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美国《算法责任法案》、欧盟《人工智

能法案》等代表性法案的颁布来看，国内外的算法治理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发展趋势，未来将会从

顶层设计展开研究，聚焦于更加细化应用领域的政策法规，如医疗领域、自动驾驶领域、司法领

域等。

二是加强算法应用“向善”和服务“从善”的研究。从国内外算法治理研究的共性可知，在

算法应用与服务方面，算法垄断、算法共谋、大数据杀熟等问题较为突出。未来算法风险后果会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会有更多算法研究应用于政府决策中，因此引导算法应用“向

善”将是国内外算法研究的重点。从国内外文献所包含的“反垄断”“定价算法”“消费者”等主

题词来看，商业平台可能会利用其优势掌控数据，促使不正当竞争甚至行业垄断现象的蔓延，这

就需要未来研究更多地关注算法服务“从善”。

三是注重人工智能算法可解释性的研究。在国外算法治理文献中出现了“算法黑箱”“算法

偏见”“算法歧视”“可解释性”等主题词。其中，算法黑箱是算法偏见、算法歧视产生的根源，

而人工智能算法的可解释性研究是打破算法黑箱的重要途径，也是当前算法治理事前风险防范与

化解环节的关键点。因此，对人工智能算法可解释性研究可能在国内外都是具有前瞻性的重要发

展趋势。

7 结 论   

本文通过 LDA 主题模型抽取了国内外算法治理领域的核心期刊文献研究主题，并从中得出

该领域的热点主题及研究框架。在比较分析国内外研究主题的基础上，总结出国内外算法治理研

究的共性与差异，并从三个方面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总体来看，算法风险作为算法治理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国内外学者都较为重视并产出了大量

6 国内外算法治理研究发展趋势   

7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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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在法律规制方面，国内外算法治理方式也存在诸多共同点。在差异性方面，国外学

者主要从算法风险、算法技术、法律规制和应用场景等方面进行研究，主题分布较为均匀，有着

稳定的研究结构；国内研究侧重基于算法的市场竞争，着重对垄断规制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等问题

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国外学者注重理论研究，为算法治理寻找具有普适性的治理方法和路径；

国内则更注重于针对某一领域的特定算法问题进行研究，相较于国外更具有实践性，体现出自身

的社会文化特点。

本文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数据来源仅限于核心期刊论文，文献样本虽具有代表性但也存

在片面性。二是由于算法治理研究领域的中外文献所涉及的主题词极为宽泛且发展迅速，在文献采

集中难免存在时间滞后或部分遗漏，可能会导致结论分析不够全面。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拓宽

来源数据的采集范围，尝试从主题演化、主题扩散、时空分布等多角度进行全方位综合分析。

【注释】

①哈尔滨工业大学停用词表［EB/OL］.［2024-08-31］.https://github.com/gogo456/stopwords/blob/master/hit_

stopwords.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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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Comparis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Algorithm Governance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Zhang Tao Wang Zhe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problem of algorithm governanc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industry. The research topic of algorithm 
governance is analyzed and compared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algorithm governance and the differenc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algorithm governance in China.［Method/Process］Taking the journal literature in CNKI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as the data source, the LDA topic model is used to mine and analyze the literature topics, and the 
hot topics and research framework in the field of algorithm governance at home and abroad are obtained, and 
research topics at home and abroad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trends of the research were also analyzed.
［Result/Conclusion］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opics and research frameworks of algorithm governanc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both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Basic research and 
legal regulation of algorithm governance are the commonaliti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while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detailed topics at home and abroad. Domestic research focuses on market reg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recommended algorithms, while foreign research focuses on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nd 
algorithm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ield of algorithm governance at home and abroad mainly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f the refining the research of algorithm governanc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application field,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f algorithm application to good and service from good, and 
explainabil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Keywords: Algorithm governance; Topic analysis; LDA model; Comparison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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